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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两大挑战。本文在老龄化背景下，梳理

了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进展，从供给与需求的双维视角出发，探索了人口老龄化与产

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厘清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并针对居于国民经济

细胞、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企业提出相应的创新发展建议，以期为我国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促进产业

结构升级、实现经济转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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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the 
two major challenges facing China’s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g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related to population aging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xplor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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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dimensions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clarifie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mechanism of popula-
tion aging affec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order to better cope with the aging of popu-
lation,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alize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to enterprises which 
are in the main posi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cel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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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当今时代鲜明的全球趋势之一。根据联合国《2022 年世界社会报告》显示，

2021 年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7.61 亿，而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将翻倍至 16 亿。中国自 2000 年正式步

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加严峻。2022 年全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达 2.0978 亿人，占全国人

口的 14.9%。根据民政部分析，“十四五”时期，全国老年人口预计超过 3 亿人，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到 2050 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老龄化率将相继达到峰值，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国家之一[1]。 
在中国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的背景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

级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改革难题。产业结构的变动通常与消费需求、要素禀赋及技术进步等密切相关，

而人口老龄化又会对地区的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等造成影响，因此，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

级必然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尚未形成共

识，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由于老年人口身体机能、认知能力、新技术接受能力的下

降，他们很难适应由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工作模式的改变，甚至对新技术的研发产生抵制心

理[2]，进而造成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阻碍了产业升级[3] [4]。且我国是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

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供养大量老年人口需要家庭、企业、政府花费大量资金资源，会对用于产业结

构升级的投入形成挤压。部分学者则认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减少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企

业可能转而加大人力资本建设和研发投入，老龄化导致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外溢，将“倒逼”产业结构升

级[5] [6]。此外，因消费需求变动而导致与老年人口相关的第三产业需求大幅增加，并呈现出向高端化产

业发展趋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7]。 
尽管学者们也从不同的影响因素(如老龄人口本身和社会环境)出发，对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些研究仍是碎片化的，事实上，人口老龄化会从消费需求、财政负担、人

力资本、劳动力供给等多个方面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机制分析。因此，在中国已加

入全球“老龄化俱乐部”以及我国产业结构亟需转型升级的双重背景下，本文拟重点分析人口老龄化对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并从供给与需求的双维视角进行归纳，探索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

构升级的关系，并考察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逻辑与作用机制，并针对居于国民经济细胞、

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企业提出相应的创新发展建议，以期为我国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实现经济转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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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2.1. 人口老龄化的含义及中国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人口生育率下降，导致青年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

从而造成了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攀升、人口结构呈现老化状态的现象[8]。表 1 列出了当前世界范

围内最常用的 5 类人口老龄化分类标准。年龄构成的静态特征用人口年龄的类型来反映，如年龄中位数、

老少比等。年龄中位数指标，是按中位数以上和以下，把总人口分成了两个部分，可以反映出人口年龄

的分布以及变化趋势。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方面，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

即老年人口的相对数量不断增加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指整体人群的平均年龄上升，社会人口结构在一

定时期趋于老化的进程。 
 

Table 1.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population age types 
表 1. 人口年龄类型的划分标准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年龄中位数 0~20 岁 20~30 岁 30 岁以上 

0~14 岁人口比重 40%以上 30%~40% 0%~30%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0%~5% 5%~10% 10%以上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0%~15% 15%~30% 30%以上 

老少比 0%~15% 15%~30% 30%以上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65 岁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之比超过 7%即为“老龄化社会”，14%以上为“老

龄社会”，20%以上为“超老龄社会”。200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了 7%，标志着中

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近年来，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2021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首次突破 2 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4.2%，正式迈入“老龄社会”。国家统计

局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中度老龄化的程度；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龄人口规模、

老龄化率将相继达到峰值。 

2.2. 产业结构的含义及产业结构升级的界定 

产业结构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各种自然资源与物质资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

间的分配状况及其相互制约的方式[9]。产业结构与社会背景、经济条件密切相关，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而变化。衡量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就业指数，一种是产值指数，前者是

指一个行业中的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后者是指某一产业部门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

所占的比重。 
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的整体转型与内部优化。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产业结构升级

较以往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更广义的内涵，既包含产业形式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逐次转

移，三次产业更替形式的外延式产业升级；也包括了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

内涵式产业转型；同时，还囊括了要素投入–产出结构日趋合理，各产业部类协调，产业劳动产出效率

全面提升的产业间协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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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项动态性、系统性的工程，是多维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从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

来看，人口老龄化并不会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上，而是通过影响供给侧与需求侧两方面进而间接影

响产业结构升级。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消费需求、财政负担、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

等五条途径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鉴于此，如下图 1 所示，本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的影响路径和理论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方面所引起的结构变动效应，分析上

述五因素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Figure 1. Influence path of population aging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图 1.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 

3.1. 需求侧效应 

消费需求效应。从消费需求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将刺激老龄产业的发展，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带

来正面影响。一方面，老年群体独特的需求偏好差异会对消费市场产生影响，倒逼企业改变生产结构。

老年人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等呈现出鲜明的年龄特征[10]，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群体在社会中

的话语权也随之提高，当老年消费偏好在消费结构中占据更主流的位置时，促使企业经济重心从依靠第

二产业逐渐演变为以第三产业为核心[11]，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表征。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通过消

费需求层次提升催生出新的业态——老年产业。老年消费群体的特殊性将衍生出老年旅游社、老年康养

企业、老年保健护理等新兴产业，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12]。同时随着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的提升以

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老年消费群体对产品品质和效率的要求更高，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迫使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从而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财政负担效应。从财政负担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无疑会加重社会的公共财政负担并挤占企业科技

创新资源，从而对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带来负面影响。在开源方面，政府将增加对企

业和个人的税收，以减轻养老保险的缴费压力[6]。对于公司来说，税收强度的增加将降低公司的盈利水

平，挤压企业的研发投资，从而制约公司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对于家庭来说，提高税收强度

也会导致个人净收入下降，此时个人会降低对提升自身技能的投资，这将对员工个体的生产效率提升产

生不利影响。在节流方面，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支出，政府会压缩对企业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支

出，从而影响社会整体的科技创新水平，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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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供给侧效应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与物质资

本相比，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通常更高，它不仅能够推动物质资本的积累，而且还能够以生产要素的形式，

将其纳入到生产函数中，从而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首先，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将推动我国人

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并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13]。与此同时，伴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

老龄化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更多具有丰富经验和知识储备量的人力资本。尽管老龄员工已不适合从事劳

动密集型工作，但却能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效率。此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将增加社会总

体知识储备[14]，通过人力资本流动、学习交流、技术转移等增强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产业间技术协作与

共享，提升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同时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水平，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15]。 
劳动力供给效应。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看，一定规模的劳动力是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而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适龄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会有所下降[16]，从而给企业的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带来双重影响。首先，人口老龄化将影响劳动力供给数量。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一方面会使得企业

的用工成本上升，会严重挤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倒逼其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6]，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各行业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而高端产业的

成长又需要大量的中低端产业及中小型企业的参与。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导致中国的“人口红利”趋于消

失[17]，劳动力的短缺将迫使大量收益率低的中小型企业退出生产市场，而这些企业容纳了社会 90%以

上的就业人口。那么综合而言，老龄化将对产业结构整体的升级造成一定威胁。其次，人口老龄化也将

影响劳动力质量。一方面，老年员工的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趋向衰弱，对于新技术的使用程度与熟练程

度不如青年员工[18]，生产效率降低，不利于产业升级发展；另一方面，老年员工拥有的丰富经验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其认知能力与接受能力下降的问题，与青年员工的新知识、新思想形成优势互补[19]，劳

动者的工作经验积累、社会资本提升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战略决策质量及速度，最终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劳动生产率效应。从劳动力效率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取决于社会年龄中

位数及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从青年至中年再到老年，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先提高后降

低的趋势，即劳动生产率随年龄的变化呈“倒 U 型”趋势[20]。当社会年龄中位数较低即拥有丰富经验

的成熟劳动力数量较多、并且劳动个体受教育及健康水平较高时，劳动力的创新能力较强，对于产业转

型升级的带动作用更强[21]。且随着老年劳动力效率的提升，这其中还包含教育预期回报提升的信号，将

激发中青年主动增强知识学习意愿，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储备，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型转型[22]。然而，

当社会年龄中位数较高时，面向老龄员工的培训和再教育的难度大、成本高，社会总体劳动效率也会随

之降低，此时将无法满足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也不利于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型，抑制产业结构的升级

[23]。 

4. 企业战略创新建议 

人口老龄化是一把“双刃剑”，其不断加剧的趋势对产业结构升级与社会经济发展提出巨大的挑战，

但同时也为我国带来了不少的发展机遇。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经济技术创新的主体，在老龄化背

景下应积极探索新的出路，进行战略创新，以争取更长远的发展。 
因此，本研究为企业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如下战略创新建议： 
1) 企业要顺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充分发掘我国“银发市场”中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大力发展老

龄产业。中国在未来 20~30 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老龄人口将大幅增加，庞大的老年人群带来巨大

的消费潜力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企业应积极主动寻求转型升级，探寻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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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医药或保健需求，在削减自身产能的同时，刺激创新活力，抓住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新

机遇。 
2) 企业要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撑。企业可以强化校企之间的合作

关系，或是开展“产学研”一体化合作，与学校、科研机构相互配合形成优势资源的互补与集成化，促

进技术创新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共同培养出更多现代企业大量急需的高素质人才。此外，

企业和学校应积极组织职工和老师进行各种技能训练，增加职工的继续教育。 
3) 企业要建立人力资本水平评价体系，提升劳动生产率水平。企业可以通过激励机制让高龄劳动者

加入到提升自身能力水平的竞争中，充分利用老年人的丰富经验，提高企业整体的创新活力，不断提升

职工的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助力企业由“人口数量”向“人口质量”过渡，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5. 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并厘清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的基础上，从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双

维视角出发，探索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与内在联系。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

级的影响机制可以概括为：人口老龄化既通过消费需求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

会通过财政负担效应阻碍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劳动力供应效应以及劳动生产率效应

对产业结构升级造成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的双重影响。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企业应及时采

取有效的措施应对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同时也要紧抓“银发市场”发展机遇，刺激创新活力，

加强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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